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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經驗分享



分享大綱

◼ 背景

◼ 教學設計

◼ 找出研究缺口、題目擬定

◼ 採樣及收集資料

◼ 整理所得資料、撰寫研究討論

◼ 留意效度、信度、研究倫理



教育研究對我而言……

◼ 是探索教學的過程

◼ 也是反思教學實踐的過程





It is all about 
justification. 



背景



本校概況：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

◼ 一所以全校參與模式推行「融合教育」

的主流中學

◼ 自 2006 年起，以「照顧個別差異，

發掘孩子潛能」為教學目標，為不同學

習需要的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協助與支援



卍慈中學的校本適異教學策略

◼ 適異課程

◼ 適異教材

◼ 適異教學法

◼ 適異評估



教學處境 Context

◼ 中一新生，3班共86人：初接觸地理科

◼ 部分認為課本上的概念難以理解 → 欠缺學習動機

◼ 小部分學生應用地理概念表現強差人意，間中放棄作答

→ 習得無助感

希望找一個方法回應上述處境



教學設計：為何採用「自助攝影」?



教學處境

先分析學生特性和需要



思考現有課題的可能性



反思科目的目標及宗旨

◼ 地理科幫助學生了解人與環境的互動，引起學生從空間角

度認識世界的興趣

◼ 配合課程內的「5W」（是甚麼、在哪裏、如何、為何及

如果……會怎樣）地理探究路線圖，學生能夠透過探究學

習親身參與和實際應用地理知識與技能，是一種有效的教

學方法。（楊光、林智中，2011）



吸納其他學科的發現



吸納其他學科的發現



「自助攝影」在地理教學的實際操作

◼ 教授「香港的城市問題」期間向實驗組學生佈置自助攝影

課業

◼ 指導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就房屋、交通、環境、土地利用及

社區設施 5 大主題自主進行拍攝並上載到指定平台，同時

提交照片描述

◼ 在下堂展示部分作品，然後全班一同討論



「自助攝影」在地理教學的實際操作



收集及善用學生答卷

◼ 主題：社區內的房屋

◼ 拍攝地點：大埔

◼ 拍攝日期：2023 年 1 月 7 日

◼ 我家附近有一些唐樓，這些唐樓都很細，很

狹窄，天台堆滿了東西。我覺得在這樣狹窄

的環境裏很難能活動。唐樓除了殘舊，也沒

有樓梯，衛生欠佳。



收集及善用學生答卷

◼ 主題：社區內的交通

◼ 拍攝地點：紅磡

◼ 拍攝日期： 2023 年 1 月 21 日

◼ 香港的交通問題嚴重，交通擠塞問題常有發生。主要

原因是道路網絡欠完善，私家車數目多，經常出現交

通瓶頸，令我塞車遲到，令我要記得早一點起床不要

睡過頭，否則在隧道就要等很久了。



收集及善用學生答卷

◼ 主題：社區內的環境

◼ 拍攝地點：尖沙咀

◼ 拍攝日期：2023 年 2 月 6 日

◼ 在香港的商業區，道路寬敞，人多，車多，

很繁華。但是晚上的光污染非常強，很多廣

告招牌在發光，令我感到很刺眼。



收集及善用學生答卷

◼ 主題：社區內的土地利用

◼ 拍攝地點：大埔

◼ 拍攝日期： 2023 年 2 月 10 日

◼ 香港的土地利用衝突大多發生在舊市區……如圖中一

幢大廈混合了不同土地利用……地鋪煮食的油煙會影

響附近空氣質素，而足浴店因為是商業用途，較多非

住客光顧，多陌生人進入，會引致大廈治安問題。以

上這些都是因為城市規劃的失誤所引致……



收集及善用學生答卷

◼ 主題：社區內的設施

◼ 拍攝地點：何文田

◼ 拍攝日期： 2023 年 2 月 22 日

◼ 我所在的社區設施非常齊全，有體育館、圖

書館、社區中心、遊樂場、地鐵站等等。不

過，香港也有些舊區，社區設施並不完善，

仍有待發展。



找出研究缺口

Required
Knowledge

Existing 
Research



找出研究缺口 Research Gap

◼ 未曾在教育界採用過的教學／研究方法

◼ 未曾在特定科目採用過的……

◼ 未曾在本地採用過的……

◼ 未曾在特定班級採用過的……

◼ 未曾在類似教學處境採用過的……

◼ 未曾以特定形式採用過的……



找出研究缺口 Research Gap

◼ 再三翻查文獻，不少研究者透過自助攝影及相片引談進行

教學研究（Lin & Li, 2017; Cho et al., 2021; Kurtz & Wood, 2014）

◼ 但未曾在本地、中學、地理科採用並進行教學研究

探討 自助攝影融入地理教學對學習動機與學業成就的影響：

以「明智地運用城市空間—我們能否維持一個可持續的城市環境？」一課為例



題目擬定



地理教學 + 自助攝影

學習動機 + 學習成就

了解如何影響
中一學生

量化 + 質化



研究假設

◼ 在進行地理教學時引入自助攝影能夠提升學生在學習上的

自主性及學習動機。

◼ 在進行地理教學時引入自助攝影能夠提升學生的學業成就。



採樣及收集資料



採樣方法

◼ 在研究前，先比較3班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學習成就

◼ 上述數據沒有顯注統計學差異 → 隨機抽樣

◼ 1班實驗組

◼ 2班對照組，以辨認「自助攝影」對學生的影響



研究收集的資料

1. 實驗組及對照組學生學習動機問卷調查的前、後測結果

2. 實驗組及對照組學生在評估一及評估二的成績

3. 實驗組學生的課業內容

4. 實驗組學生的訪談內容
質性

量性



學習動機問卷調查

◼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盡量使用 well-established 的問卷

◼ 本研究按地理的科本需要改編了 Academic Self-

Regulation Questionnaire，SRQ-A

（Ryan & Connell，1989）



學習動機問卷調查：學理基礎



學習動機問卷調查內容



學習動機問卷調查內容



整理所得資料：量性研究



選取合宜的假設檢定方法

鳴謝：陳潔茵博士、許天欣博士



選取合宜的假設檢定方法

例子一：比較3班學生的評估1成績（前測）及前測問卷結果

◼ 目的：檢測3班數據有否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

→ 一元變異數分析（One-way ANOVA）



選取合宜的假設檢定方法

例子二：比較「對照組」及「實驗組」學生的２次 評估成績          

及２次問卷結果

◼ 目的：檢測數據有否變化；及有否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

→ 成對t—檢定分析（Paired Sample t-test）



整理及展示量性數據



整理及展示量性數據



整理及展示量性數據



整理所得資料：質性研究



整理所得資料：質性研究

◼ 本研究的質性研究資料：用以進行討論

◼ 以學術理論作為框架

◼ 嘗試解釋學生學習動機及學習成就提升的機制



整理及展示質性資料



整理及展示質性資料



留意效度、研究倫理



留意教學的效度

◼ 檢視Cronbach α 系數

◼ 尋找外在審計員覆核研究所取得的資料及分析過程

（Creswell, 2009）



留意研究倫理

◼ 學生、家長、學校的同意

◼ 在證實教學成效後的跟進，確實學生接受平等教育過程



結語



為什麼您覺得您的研究是合理（justified）的？

可以反問自己……有否在研究報告內說明……

◼ 為何採用此教學設計？

◼ 是否存在研究缺口？

◼ 採樣方法合理嗎？

◼ 所收集資料能否對應研究問題？

◼ 整理資料的方法正確嗎？

◼ 在闡釋資料時，有沒有「一分證據只說一分話」？

◼ 你清楚這個研究的限制嗎？



祝同工教研順利，謝謝聆聽！

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

朱俊錕老師

查詢：ckchu@hkrsstpss.edu.hk

mailto:ckchu@hkrsstpss.edu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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